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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政府谕令，整顿京师大

学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

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1902年，

颁行的学堂章程又规定：“中学之设，使

诸生于高小毕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

添其科目，使肄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

高等专门的始基。”

根据这些谕令和章程，当年，安徽

同时办起了庐州中学堂、桐城中学堂、

(舒城)斌农中学堂。这三所中学应是安

徽首开先河的中学。

自1902年，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在

家乡首创桐城中学开始，至1907年全省

共设中学学堂21所，小学学堂497所。

各县设立的小学学堂，以潜山县官立高

等小学堂最早，以颍上县最多。各级学

堂除开设中国的经史之学外，还增加了

西方自然科学和实业教育等内容。

1912年，一律改称学校。

与此同时，各科专门学堂也应运而

生。除省立师范外，又增设徽州紫阳师

范学堂、凤阳师范学堂。此外还设立了

寿州初等工业学堂，太和及阜阳蚕桑学

堂。

几年之内，安徽还先后开办了安徽

高等学堂、省立师范学堂等高等学校，

在全国颇为突出。1906年，安徽高等学

堂还聘请著名学者严复任学堂监督（校

长）。

1902年

三所学堂开启安徽中学教育
要追溯安徽百年中学的历程的起始点，我们就要把时间定格到1902年。这一年，庐州中学堂、桐城中学堂、斌农中学

堂相继开办。这三所新式学堂，也开启了安徽近现代中学教育的大门。而这三所学堂，正是在全国风起云涌的变革浪潮

中开办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的近代教育有着巨大的推动

作用。 朱玉婷 文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老

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在殖民列强扩大文化侵略的同时，

我国旧有的封建八股取士制度还顽固

地保留着。具有维新思想的人们都主

张对旧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当时，维新人士提出：必须效仿西

方各国列强的先例，特别是我国的东邻

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而要兴教育，

办学校，首先就要变科举。

在维新人士的努力推动下，在1898

年 6月，终于迎来了戊戌维新的高潮。

从1898年开始，光绪帝在维新人士的推

动下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新政的诏令，其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

等各方面，其中直接有关教育的诏令就

近二十条左右。

一时维新人士的愿望，成了国家的

政策向全国推行。在戊戌维新的高潮

中，在我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

士制度受到了有力的冲击，第一次明确

宣布被废除。从1896年就开始筹备的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正式建成，各地

中小学堂也纷纷成立，各省原有的旧式

书院也纷纷改建成新式学堂。

如果要详述1898年以后到辛亥革

命胜利时止的安徽中学的产生和发展

概况，就不能不提到安徽的第一所新型

学校——求是学堂。

求是学堂 1897 年 (清光绪二十三

年)筹办于安庆鹭鸳桥，第二年正式招

生，其校址在今天的安庆茶厂。它是由

当时安徽巡抚邓筱赤取名并亲上奏札，

经清廷批准而开办的。

求是学堂设驻堂总办 (即校长)一

人。教习(即教师)分两种，西文教习要

精通西洋语言文学，兼明数学及各种西

学；华文教习亦须通晓数学，并谙熟汉

语文字，品学兼优，善于讲解。

学生入学时，必须保证入学后遵守

堂规。每逢朔、望日及孔子生辰，总办

和教习便率领全体学生在孔丘牌位前

三跪九叩，用封建礼仪束缚青年学生。

另一方面，出于当时的形势需要，学校

在暂定的四年教学中，又开设了“英文

文法”、“翻译”、“英文数学”、“格物

书”等课程。

这所学校在安徽属首创，学生各项

费用又由学校负担，毕业后出路较优，

办学者也对其寄予殷望，故一时成了安

徽瞩目的学校。直到第四个年头，光绪

二十七年，安徽大学堂成立(第二年改

为“高等学堂”)，求是学堂并入安徽大

学堂。

求是学堂创办之时，省内均无小

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的正式名称及

学制。求是学堂很难界定就是一所

中学。

安徽近现代新式学堂
（不完全列举）

宁国府官立中学堂

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府

应首先在府治所在地设立一所“由官筹费”的

“官立中学”作为示范。宁国府官立中学堂于

1906年诞生，它就是宣城中学的前身。

当时宁国府的知府是嵩峋，由他出面组

织中学堂的筹办工作。嵩峋会同地方士绅

向宁国府所属六县筹集办学经费（当时的六

县为宣城、宁国、泾县、旌德、南陵、太平）。

中学堂设在府治所在地宣城的旧镇台衙门

（今区政府招待所——敬亭山宾馆），后迁至

鳌峰——今宣城中学校址。

太平府中学堂

1906年，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奉令将翠螺

书院改建成太平府学堂，该学堂是当涂一中

的前身，校址设在当涂县农机厂附近，任命

张维、鲁崇云、刘镇相继为校长。

1913年因经费困难停办，1920年太平府

中学堂易名为省立第八师范，1923年省立第

八师范经省教育厅批准改为省立第十初级

中学。1928年，校址迁至当涂城关八六医院

大门右侧，易名为当涂县立初级中学。1943

年春，张四朗、唐师铭等官绅倡议恢复当涂

县中，并招收初一三个班学生112人，校址择

定在城东南文昌宫、吕祖祠，迁至位于县城

东南的旧校址。1953年，当涂中学首届高中

毕业生18人顺利完成学业。

六安州中学堂

1906年，六安李美彬以茶厘为常年经费，

在城内考棚防雨公所办六安州中学堂。当时

中学规模小，修业期为五年，不分高初级，领导

者称监督（校长）和学监（教导主任）。

民国肇始，舒城县议会呈请废止中学，

发展小学，原有中学遂停。1913年，省督倪嗣

冲通电“停学办用”，挪用教育经费，寿县公

学中学部亦停。六安州中学堂改为六安初

级中学。

抗日战争开始，各中学一度停闭。1938

年，安徽省政府迁六安后，决定恢复教育。

怀宁中学堂

1877年，由怀宁邑令彭广钟假安庆任家

坡丰备仓旧址所创办的凤鸣书院，1903年，

改为凤鸣中学堂，1904年，命名为怀宁县立

中学堂。

抗战期间迁往怀宁县谢氏宗祠，抗战后

部分教师回原址办学，部分则流散办起文

课、卓湖、湖滨三所私立学校，1952年，这些

学校合并到县城石牌镇重建，先后命名为

“石牌中学”、“怀宁第二中学”，1958年，省教

育厅重新命名为“怀宁中学”。 张亚琴 文

废科举，发展现代教育

求是学堂，安徽第一所新式学校

1902年，三所学堂首开先河


